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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蔷薇科植物的 区系特征和地理分布 

绛廷志 
(中国科 学 院昆 明植 物研 究 所 ．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 ：蔷薇科是云南种子植物区系中的第 5大科 ，有 4l属 456种 ，其属 种分别 占我 国蔷薇科 

的 74 5％和 52 2％ 云南蔷薇科植物 的区系物征 ：lI云南蔷薇科属种十分丰富 ．分别 占国产 

属的 3／4和种的一半以上 ；而且该科植物 中原始的 、中间过渡的和进化 的娄群在云南均有丹 

布。2)区系地理成衍相当复杂 ，以包括北温带和东皿等分布类 型为主的温带成分 占优势 3 J 

蔷薇科在云南的地理分布为 5个区一 陵辞植l物在滇西 、滇 西北 区种类最 为丰富， 占总种数 的 

65 7％．其次是中部高原区、填乐南 及填南和滇西南 噩较少 ．滇东北 最少 云南是蔷薇 

科植物的一个现代分布中心和分化 中心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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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0 948 文献标识 码：A 文章偏号 ：0253一 】c 2001)02—0135一O8 

The Flor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ical 

Distilbution ofRosaceae in Yunnan 

XU Ting—Zhi 

[． ＆ L～ ,4cai n7 Kunrmng㈣  ． China) 

Alzlrm't：Ro~e-o．eeae is ode ofthe five largest families of11r11t1II813 flora，consisting 0f 41 genera and 456 

species．The total species number is I g}Idy less than those 0f Compositae，Gramirtae，Orchldaceae-and 

Papilionaceae in Yunnan The pe rcentage of get,eTa and spe cies nun止 rs is 74．5％ and 52 2％ of the total 

numberinthe r08ace。m fora in Chim respectively The four subfamilies ofRosaezeae including pnⅫ ，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groups have been fo,．md in Yunnat1． These groups eortsist 0f 9~qpes of floristic el— 

emenLs．i e． 1 genera belongsto cosmopolitm1．2 genera belongto parltropic．2 generatoTmp．Asian ． 

15 gettem to North Temperate．3 getlera to E A 皿 ＆N Amer．disjunct．5 get~Fa to old world Tem— 

perate，2 generato Tem． Asian ， 8 gene rato E AsiaJian d 2 genera眦 Fa~derme'to ChJma． Itis ob~,ious 

that Rosaceae in Yunnan o3mp ses hdarctic． ~mcient IvledJterranean and p eOsopical elements，in z4fich 

the tempe rate components are the dominant． The chaeacteristies of the flofistic c r D on of Rosaeeae in 

Yunru~a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Yutman in rich in both genera an d species of the Rosaceae famJl 

wtfi& are diverse in forms，ineluding the pnmi tive．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gr0 p日； 2) The 0g pI1i一 

eleme~s are te complex， n~sfly belonging to the temperate， in wklch the Iempate— E Asia 

and the elements endemic to China ale dominant：3)The geoglaphfoa[distribution of Rosaceae in Ytmnan 

csIi be divided into 5 regiom ．i e．southern and southwestern，southeastern， central—plateau．we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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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orth,,ve_,3tem． northeastern The珈sac Hl【Is D 蚰 b are very abundant in the western and t Lo~ twestern 一 

ea,q．nextin cetttml一山 teau area， inthe$OllIhelll~ferrt， southern and B0I a as and very 

rareinthe n叫t|leHHen】area；4)The rosaeeotmfloraof Yuntmrt has close relatianshil~ withthoseinthe 

neighl~ regions，i e Sichuan， Guizhou， Xizang and f；Ⅲ lg Besides， it is c~nneoted t}l flora of 

notrthem India． 蜥  Ⅱnar．Viemam．and etc 

Key words：nm ．Geographical elements；GeooaphicaI re~onalizafion；Rosaceae：Yanmn 

作者在编著 (云南植物志)蔷薇科的过程中 ，发现该科植物在云南植物 区系中有 一定 

的地位 ，而且在中国蔷薇科植物区系中也有一定的分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俞蔫浚等 

1963～1985；陆玲娣 ．1996；Vidal，1965，1967)，本文对云南蔷薇科植物的属种地理分布 

和区系特征等基本概况进地 了研究 ，以便能对认识 、利用与保护云南蔷薇科植物物种多样 

性和种质资源有所补益。 

1 区系特征 

1．1 属和种的分析 

云南蔷薇科植物共有 41属 456种。种数仅次于菊科 ，禾率科 ，兰科 、蝶形花科，是 

云南被子植物中的第五大科。按 《中国植物志>36～38卷统计，我国蔷薇科植物共有 55 

属 874种 ，因此 ，云南分布的属 、种数 目占全国的百分比分别为 74．5％和 52．2％ 上述数 

据表明．云南蔷薇植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全国和云南蔷薇科属种数的比较 

见表 1。 

蔷薇科分 4个亚科 ．在云南均有其代表 ，而且所 占比例也较高。 

绣线菊亚科 s试raeoideae，子房上位，具 1—5(一12)枚离生或基部合生心皮，果实多 

数为开裂的瞢荚果。云南有 5属 ，其中 spiraea和Aruacus属各具 5枚离生心皮 ，Sibiraea和 

Sorb。ria二属各有 5枚基部合生心皮。Ne~lia属的心皮仅 1(一2)枚。其染色体基数均 为 

8或 9。从形态特征观察和科学分析 ，在蔷薇科的系统演化中，本亚科是 比较原始的类群。 

蔷薇亚科 Rosoideae，子房上位，稀下位，常具多数离生心皮 ，稀为少数心皮．果实为 

瘦果或小核果 染色体基数为 7，8或 9 此亚科在云南产 14属．其中较大的属如 Rubus， 

Powrttilta和Rosa等属在云南分布的种数较多 

李亚科 Prunoideae，子房上位，常具心皮 1枚 ，核果。染色体基数为 8。此亚科在蔷薇 

科的系统 发育上处 于较 进化的地 位。云 南产 Prbrsepia，Amygdalus，Armen~aca，Pruaus， 

Cerozus。Padm ．Law ns和 Pygeum 8属 。 

苹果亚科 Maloidoae，子房下位或半下位 ，稀上位 ，心皮 (1一)2～5，部分或大部分 

与杯状花托 内壁连合 染色体基数 17。依据形态演化和染色体基数 ，近代学者认 为本亚 

科处在全科 中比较高级的地位。本亚科，云南产 14属 云南蔷薇科及各亚科属种数见表 

2。 

上初步分析的结果表明：云南蔷薇科植物不但属种丰富多样 ，而且原始的、过渡的 

进化的类群皆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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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l 全国和云南蕾藏科一种类的比较 

Table l Nural~s of — nnd spoeie~ofR in~mmm md the wlM e Cltiva 

表 2 云南瞢麓科爰其各亚科^种撤统计表 

。I'~ble 2 ,Ntu,nl~rs ofm‰ m ．gena and mm 。e in Yt—  

1．2 区系成分 

按吴征镒院士的 《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属的分布区类型》(1991)，有 9个分布类型 (表 

3)，其 中温带成类型最丰富，反映出该科是以温带成分为主的特征，其中尤 北温带成分 

占优势 

1，3 特有植物分析 

云南蔷薇科中中国特有种有 82种之多 ，占云南蔷薇科总种数 456种的 17．9％ 与全 

国相比，此 百分 比是低的 ，我国蔷薇科特有种 502种，占全国总种类 (871)的 57．62％， 

云南蔷薇科特有种如此之少是 因为 ：第一，地理面积小，特有种也就少 ；第二 ，蔷薇科是 

以温带成分为主的科 ，云南从纬度上讲是亚热带和热带，所以种的分化没有在北温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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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第 = ．在云南滇西北的蔷薇科种类晟多，其中许多种类是与川西共有的 ，所以云南 

的特有种则少 虽然如此 ，还是可以看出 ．云南蔷薇科植物的种内分化仍在 }分活跃地进 

行 

表 3 云南蔷薇科属的分布 区类型 

T+ te 3 The d L n 1l1)n 1 ld~nera of R in Yulln- 

云南蔷薇科的中国特有种 ，最具明显的地理替代现象 例如 ．球花石楠 Photin&glom— 

m 分布 于除滇东南 以外的全省各地 ，分布海拔 2 500～3 500 m的林下或林缘 (延伸到四 

JIl西南部)．而其近缘种椭圆叶石楠 P．boc．kii为云南 持有种 ，仪分布 r滇东南 -J—南、 

西畴 、麻粟坡 、屏边 、富宁)，生于海拔 】o0O～】700 m的山坡上 前者的叶柄长 2～4m 

萼筒外面密被黄色绒毛；而后者叶柄长 8～15 mm，萼筒外面尤毛。云南有悬钩子属 Rubus 

植物 105种 ．其中云南特有种为 25种．占全省悬钩子属植物种数的 23 5％ 说明悬钩子 

属在云南 ，特别是滇西北地区还处在强烈的分化过程中，其水平替代与垂直替代现象均 f 

分 明显。例如，贡山就有 3个云南特有种：独龙悬钩子 ． ∞，ww Wu eX"／u el Lu，贡LI J 

悬钩子 R n n̂n∞ Yu el L儿和白薷 R．abyonens／s H且nd．一Mazz。前 2种仅见 于贡山， 

后 一种则分布滇东北和滇西两地 悬钩子属在全省各地均有云南特有种，在滇西北种类尤 

多 ，例如 ，在滇南有绿春悬钩子 R．h ̂nn Yu et L儿，勐腊悬钩子 R．Ⅲ Ⅲ Yu et 

L儿 滇东南有河 口悬钩子 R．砌  Yu et Lu，麻栗坡悬钩子 R mnatipoet~sis Yu d 

Lu 绣线菊属在滇西北分化十分活跃 ，无论是中国特有和云南特有种均有垂直替代和水半 

替代两种情况。前者如粉花绣线菊 5 m c~mpsophylla Hand—Mazz分布于贡 山、中旬，海 

拔 2000～4000m地带 ，而绒毛绣线菊 s vdut／na Fr~l,,h。则分布于海拔 2 6OO～310。m的 

中甸 、贡山、大理 、洱源等地 ，后者如云南绣线菊 S． n Frmtch 分布于丽江 、 

维西、中甸 、洱源的海拔 1 800～280O111的低海拔地区，而在丽江的高海拔 3 500～4000II_ 

地带则出现另 一个种丽江绣线菊 S．ti~'hiangemis W．W Sufith。又如．云南绣线梅 枷。 

serm,tisepala L．分布 于贡山、碧江、福贡 、砚 山、潞西、马关、麻栗坡、屏边 、生于海拔 

1 300～3 200m的杂木林中 (亦延伸到四川)，而疏花绣线梅 N．sparsiflora为云南特有种则 

分于大姚，生于海拔 1 500 m左右的荒山坡，另一个地理替代种矮生绣线梅 N gracilis则 

仅为云南特有种分布于中甸、丽江 、洱源 、禄劝和昭通 生于海拔 2 700～3 5OO m的山坡 

灌丛中。它们均为近缘种．因为这个小属全世界共 t2种 ．中国有 10种 ，云南【 了 9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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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这个褥的现代分布中心 ，电是其种的多样性中心。 

2 分布格局 

依据云南蔷薇科植物本身的分布规律 ，并参照植被和 自然条件状况 ，云南蔷薇科植物 

大致 可分为 5个分布区 (图 1)(吴征镒和朱彦丞 ，1987)。 

陌 1云 南 蔷蔽 科 植 物 区 系 分 区 1 滇 南 

K ； n 滇 末 南 医 ； Ⅲ 滇 中 高 朦 区 ； n 

滇 西北 区； V 滇 蔓 北 区 

2．1 滇南、滇西南区 

本厦包 括哀牢 山 以西的西 双版纳 和临沧 、 

德宏地区，处于我 国境 内澜 沧江 、怒江和依洛 

瓦底江支流 的下游 植物 区系成分和邻近的缅 

甸、泰国北部和老挝 比较相似 

本区蔷薇科 植物各 属分布 的种类依 次是 ： 

悬钩子属 32种 ，石楠属 11种，花楸属 9种 ，枸 

子属 7种，蔷薇属 7种 ，枇杷属 5种， 及绣线 

菊属 ，绣线梅属 、火棘属、小石积属 、红果树 

属、石斑 木 属、榜榱 属、桂樱 属 、臀 果木 属 、 

棣棠花 属 等 25属 99种，占云南 蔷 薇 科 属 的 

60％，种类 的 21．7％。种 类 分布 以腾 冲最 多． 

3o种 ，勐海 、临沧各 26种，思茅 24种 ，龙 陵 

滇西南 22种 ，普洱 18种 ，景洪 17种 ．耿马 14种，勐 

滇珂 腊 l4种 ，勐连 l3种，保 山 13种 ，凤庆 】2种， 

Fig l m  dislfibutlo~t~ ttem 0f Ros Y1一  

f．s㈣them 棚d轴 曲删 d”； 曲 0 ； 皿 

Center一 山 e龇 ； Ⅳ we日 m and om s№nl： V 

、onheas【趼 】 

澜沧 8种 ，潞西 8种，镇康 8种，绿春 6种，陇 

川 5种 ，双江 3种 ～ 

本区的蔷薇科植物 ，有一定 的热带亚洲成 

分 臀果术属 P~gewn，约 加 种，主要分布于热 

带亚洲，云南是本属植物分布的北缘，中国产 6 

种，云南则有 5神 如本区特有的云南 臀果木 JD． 分 布于思茅，勐海 、勐腊、耿 

马。 

2．2 滇东南区 

本区位于红河和哀牢山以东的南缘地 区，诸如金平、屏边、马关 、麻粟坡 、西畴 、富 

宁一线。该区的植物区系成分与邻近的广西西部和越南北部有密切的联系。 

蔷薇科植物各属其分布多寡依次为石楠属 8种 ，枇杷属 6种 ，枸子属 5种，蔷薇属 4 

种，花楸属 4种，绣线梅属 4种 ，梨属 3种，臀果木属 、山楂属、水石积属 、红果树属 、 

石斑木属 、移械属 ，委陵菜属、苹果属、龙芽草裙、扁核木属、桃属、李属 、杏属 ，稠李 

属 、桂樱属等共 25属 106种，占云南产的蔷薇科属数的 60％，种数的 32．4％ 

本区蔷薇科植物种类分布依次是屏边 44种 ，西畴 40种 、蒙 自32种 、富宁 3O种 ，马 

关 27种 、麻粟坡 27种 、金平 26种 、河 口23种、文山 l4种 、元阳5种 、砚山 3种 、个旧 

2种 。 

_率区蔷薇科植物 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成分较为密切。本文将在后面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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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滇中高原区 

本区属东皿植物 区 (吴征镒 1996)．中国 一喜 马拉雅植物亚区。地处滇中高原的中 

部 、北部和东部 ，楚雄 、曲靖 、昆明等地 、州 、市是其中心 

蔷薇科植物各属在本区分布种类依次是：悬钩子属 41种，蔷薇属 17种 ，委陵菜属 15 

种 ．花楸属 14种．绣线菊属 9种 、绣线梅属 8种．樱属8种 ，以及地榆属等 31属 185种 

占全省属数的 75％，种数的 40％。 

本区内各县市的蔷薇科分布的种类依次是 ：昆明 81种，禄劝 58种，双柏 )种，景 

东 45种，易门 38种 ，会泽 37种，嵩明 36种，东川 34种 ，永善 31种 ，玉溪 30种，昭通 

29种 ，巧家 28种 。 

2．4 滇西、滇西北横断山脉区 

本 区高山峡谷地貌特别发达 ，峡谷高差 1 600～2 000m 而高山在 5 000m以上．从山 

峪到高山相继出现热带 、亚热带 、温带、寒温带等特殊 的山地垂直气候及相应的植被类 

型 由于几条大山和大江南北走向 (澜沦江、怒江 、依洛瓦底江的支流独龙江)，故更促 

使 了，温带或高山的成分沿山脊南下而热带成分顺河谷北上。这里南北植物区系的交流和分 

化往往 比滇中高原区更为复杂。而且在中国植物区系中也是有特殊意义的重要地区，、 

本区植被类型多样，垂直分布明显 ，植物种类极为丰富 ，蔷薇科植物有如 下的属 ．绣 

线菊属 、鲜卑花属、假升麻属、珍珠梅属 、绣线梅属、枸子属 、火棘属、山楂属 、小石积 

属 、红果树属、石楠属、枇杷属 ，杉核属 、木瓜属 、梨属、苹果属、花楸属 、橡棠花属 、 

蚊子草属、路边青属，羽叶花属 、无尾果属、委陵菜属 、山莓草属 、草莓属 蛇莓属 、蔷 

薇属，龙芽草属、马蹄黄属、地榆属、扁核木属 、悬钩子属 、桃属 、李属、杏属 、樱属 、 

稠李属 、桂樱属 、臀果木属等 39属，300种，占云南产蔷薇科属的 95％，种数的 65．7％。 

从本区各县 市的蔷薇科的种类统计来看，其分布多寡依次是 ：丽江 139种 ，中甸 113 

种．莓钦 104种，维 104中，贡山 85种，大理 59种 ，宁蒗 36种等。其余的县则少 _f 36 

种。 

2．5 滇东北区 

本 区只占云南东北角 ，是云南植物区系中最小的一区，属四川盆地的南缘山地 ，故自 

大关、奕良一线 以北的绥江、盐津 、威信等地与广大的滇中高原和横断山区的植物区植物 

区系有着明显的不同。它是属于中国 一日本植物亚区的华中区系的一部分 

本区蔷薇科植物有 15属 32种。它们是 ：绣线菊属 3种，火棘属 1种，山楂属 2种 ． 

小石积属 1种，红果树属 2种，石楠属 3种 、枇杷属 1种、杉榱属 1种 、木瓜属 3种 ，枸 

子属 5种 ，石楠属 3种，龙芽草属 1种 ，悬钩子属 2种 ，扁核木属 1种，樱属 3种 

蔷薇科及其各亚科在 5个区中属、种的分布情况见表 2。 

3 云南蔷薇科植物与邻近地区的关系 

3．1 云南蔷薇科植物与 国内相毗连 的四川、西藏 、贵州、广西的关系广泛、关 系密切 

(吴征镒，1985；李永康，1989)。根据对其共有种的比较和统计 ，它与四川共有种数屠首 

位．在云南产的 4．56种中，与四川共有种达 248种 ，占云南蔷薇科种类的 543％。贵卅1次 

之．西藏 、广西为第 三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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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4 云南蔷藏科埴袖与邻近地区共有种比较 

T 4 o盯 ⋯ ol⋯ “ ⋯ T山 in R0sac hd⋯ 5"m ~mt 】 L1 ng ( 

我国西南地区植物 区系是我国植物 区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西南地区的蔷薇科植物在属 

级和种级水平上在全国均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悬钩子属 尺L ，我国有 194种．其中云 

南就有 105种，云南是该属植物在我 国的现代分布 中心 在这 105种 中， 与四川共有 52 

种、占云南悬钩 属总种数的 5o％ 云南四川两省的蔷薇科植物的亲缘关 系之密切程度 

得以充分的证明 云南悬钩子属与贵州共有 42种，与广西共有 30种 ，与西藏共有 26种 

云南枸子属 Cotorveast~r 36种 ，与四川共有 22种之多 ．占了云南总种数的 61％，是四川 、 

云南两省蔷薇科内亲缘关系密切的又 一明证 云南的枸子属植物与西藏 、贵州 、 西的共 

有种分别是 16、14和 2种。委陵菜属 Potent／／／a．云南有 39种，与西藏共有 27种 ．r 云南 

总种数的 64．2％，与四川共有 22种 ．占云南总种数的 56．4％。这种格局充分 显示 了委陵 

菜属植物适应高山 (横断山脉)地区的生态环境特征 云南的委陵菜属与贵州 、广西的共 

有种仅分别为 8种和 5种。 

3 2 云南蔷薇科植物与国外邻近地区的关系 

我国云南蔷薇科植物的区系与印度、缅甸 、越南 、不丹 、锡金、泰国、老挝地区较其 

他地区更接近 (表 5)。说 明云南蔷薇科具有为数众多的中国喜马拉雅成分并 与亚洲热带 

成分也有较 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清楚说明了云南蔷薇科虽以温带为主的性质，但也有一 

定数量的印度马来成分。 

表 5 云南蕾赣 科植物与国外邻近地区共有种的 比较 

T Me 5 C∞ an螂 of∞mⅡ瑚 ~eeies number in R嘴ac betw~ Y— and hs neigl~ ing坞 0n tother∞L 口 

4 小结 

4 J 通过对云南被子植物 5太科之一的蔷薇科植物区系的研究分析，说 明云南蔷薇 

科植物种类十分丰富。云南产 456种 占中国蔷薇科 874种的 52．2％ 云南的国土面积 占全 

国国土面积的 22％．而生长着全 国种数～半 以上的蔷薇科植物 ，其中包括原始的 、过渡 

的和进化的 类群 在这 些类群 中，云南 的新 、老特有 种共 有 82种．占云南总种 数 的 

17．9％，说明蔷鞭科植物 区系上的特殊性和种类的强烈分化。据 卜述分析 ，不难看出．云 

南地厩是蔷薇科植物的现代分布和分化中心之一。 

4．2 云南蔷薇科是以温带成分为主而兼有 定数量的热带成分。云南 蔷概科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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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系是 住古老 的区系的基础 上 ，在特殊 的生 态地 理条件 下 断分 化或 正在进 行分化 而形成 

的 丰富 多样的植物 区系 

4．3 蔷薇科植物在云南 5个医的分布很不一致．以滇西、滇西北 区种类最 _卜富．f 0- 

全省总种数的 65 7％。这与 温带为主分布的蔷薇科是 -致的 其次，种类分l行较多的 

是滇中高原区、滇东南区和滇南 、滇西南区较少 ．而滇东北区为最少一 

4．4 云南蔷薇科植物与邻近地 区在区系组成 E有密切的关系 就 国内而言，它 四 

川的关系最密切 ，其共有种 占云南总种数的 54．3％，其余依镒是 贵州 、西藏、， 西 就 

与云南毗连的外国而言，云南蔷薇科植物 区系与毗连国家关系密切程度依次是印度 、缅 

甸 、越南 、不丹 、锡金 、泰国 、老挝一 

致谢 本文蒙陆玲娣教授 、李锡文教授审唰，并提 出宝 贵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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